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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
�

�

���】� 一直在鼓吹唯心主义
“
不断创造物质

”
的学说

，

从四十年代起
，
�州

�
就

抛出一个所谓恒稳态宇宙学
，

鼓吹物质可以从虚无中产生
，

并计算出宇宙中物质产生的速率是

每年在象圣保罗教堂一样大的体积内产生一个原子川
�

他时而鼓吹不同天体上的粒子如电子

的静质量可以不同
��� ，

时而鼓吹各种相互作用常数会随时间而变化
，

从而就导致电子静质量随

时间而变化
〔�� �

总之
，

在 ����� 看来
，

物质是既可以创造又可以消灭的
，

为社会实践所充分证

明的质量守恒定律
、

能量守恒定律是可有可无的
�

多年来
，
����� 所鼓吹的这种披

� �

巨科学外

衣的
“
科学

”
一直也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承认

�

相反
，

这些荒谬的学说却经常遭到坚持唯物主义

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批判
，

指出这种学说的基本目的是为神学效劳 〔‘，� 可是
，

这样一种科

学上是荒诞的
，
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学说竟然在我国也得到了响应

�

例如
，

近年来唐孝威同志

援引 ����
�

所提出的粒子静质量会不断增长的学说
，

写了一篇论文
。

用来解释天文学中宇宙

红移的现象���
�

这使我们感到在自然科学战线上必须加强对于唯心主义学说的批判
�

这里提

出来和唐孝威同志商讨
�

首先考察这一问题的科学方面
�

唐孝威同志的论文中一个基本假定是认为电子静质量会以下列形式

� � ，。�一 “ ‘

���

而变化
�

其中 。 。
是电子现在的静质量

， ，是电子过去的静质量
， ，
是由现在算起向过去引伸

的时间
， �是演化常数

，

其具体大小可根据天文学中宇宙红移量的大小而定为

�� � � ��一，，
�年

�

���

唐孝威同志声称
，

基本粒子静质量随时间变化并不违反现在已知的基本物理定律
�

他还认为
，

根据现有实验事实
，

只要电子静质量的演化速率小于 ��一叮年
。

在目前实验所达到的精确度范

围内并不能认为不可能具有上述速率的变化
�

但是
，

科学事实是否确实如唐孝威同志上述论

断的那样� 这就很值得讨论和研究
�

唐孝威同志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在基本粒子静质量会演化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
�

做为一种

可能的机制却是引证 ����� 的论文���
�

唐孝威同志认为
， “
从物理理论来说

，

基本粒子静质量

随时间变化是可以容许的
，

并不违反现在已知的基本物理定律
�

因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和相



互作用常数有关
，

相互作用常数的缓慢变化就可以引起基本粒子的静质量的变化
�

近年来
，

����� 等提出过一种引力场理论
，

认为电子质量可能随环境而变化
� ”
但是

，

唐孝威同志提出的

具体假说和所做理论计算都是只假定电子静质量会变化
，

其它粒子的静质量却并不变化
�

这当

然是一个古怪的假说
�

因为如果事实上确实由于相互作用常数的改变而改变了电子静质量
，

那末这种效应为什么只影响到电子而不涉及其它粒子 � 这显然是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

不过
，

对于这类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

亦即理论上是否自洽的问题
，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
�

正如毛主席

在 《实践论》 中教导我们 � “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 ”
我们将首先从实践的角度来考察

一下
，

即现代的科学实验究竟给这一理论有多大支持� 首先请看以下几个实验
�

在门捷列夫周期律上
，

有一种名叫徕 ����的化学元素
�

这种化学元素在地壳中有两种同

位素形态
。

����� 和 �����
�

前者是已知稳定的同位素
，

在地壳中约占全部 �� 含量的 ��外
，

后

者却是不稳定的 � 放射的同位素
，

但半寿命长达 � � ���� 年
� �

由于地球上地壳的年龄才约

是 � � �少 年
，

因而这一放射性同位素在地壳上仍有较大的含量
，

即约占了全部 �� 含量的

�� 外
�

我们知道
，

目前实验测出的电子静质量是 ��� ���
，
如果电子静质量确实存在着如式���

和���的变化
，

即可算出在 �� 亿年前电子的静质量是 ������
，
即比目前静质量少 �� ���

�

由

于目前实验上测到的 ����� 的 犷 电子的最大能量是 �
�

����
，

如果在 �� 亿年前电子静质量要

比现在小 �� ���
，

那末由质量
一
能量守恒定律可知 �� 亿年前 ����� 的 厂 电子的最大能量 △ �

��
·

� 十 ���一 �������
，
由 吞衰变的理论���

，
可知 ����� 一类同位素的半寿命将至少有

、卜广
、 、��一泥份了‘

、�‘公 �� △一�������
，

因此
，

在 �� 亿年前的 ����
，
的寿命将是

二
� �� � ���。 �

�鱼互�、
�

’
�，，
一 �

�

� 火 �。 ‘
年

�

���
�

��

即至少要比目前已知地壳年龄小了 �
，
呜�� 倍以上 �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地壳上将找不到这种同

位素或只有极微小的含量 生 显然
，

所谓电子静质量如式���和���而自动增长的理论同 ����� 同

位素丰度测定的实验完全相冲突 �

目前地质学上测定地壳中化石年龄有两种基本的办法
，

一种是铀
一
铅法

，

另一种是钾
一
氢

法
�

前者是利用 ���� 的 � 衰变或自发裂变
，

其 � 衰减常数约是 �
�

�� � ��一�
��年 �后者利用 �

。

的原子核在俘获一个 �层电子后要转化为 ��’� 的现象
，

其衰减常数是 �
�

�� � ��一���年
�

这两

种方法曾经用来测定陨石的样品
，

结果表明它们有很好的符合
〔�� �

但如果电子的静质量要
“
演

�

化
” ，

这两者的变化就将有很大的不同
�

对于 ����
，

由于它是经由 � 放射和自发裂变而衰减的
，

因而电子质量的改变将不致显著地影响 ���� 衰减的速率
�

但对 ��� 来说
，

在 �层电子俘获后

释放出的中微子能量才约是 �� ���
，

如果在 �� 亿年前电子的质量减少了 �� ���
，

那末由于质

量
一
能量守恒的原因

，
�钓 原子核的 �俘获的现象不但不能实现

，

反而会由 ��，� 反过来衰变成
�，�� 这就意味着目前用测量地层中钾

一
氢含量来测定地层的办法将完全垮台�

����年
，
�������� 和 ����� 曾经利用由 ���� 裂变径迹所测定的化石年龄和由 �

“ ，
���� 的

衰变所测定的化石年龄进行过广泛的比较���
�

如果要求由这些不同方法所测定的矿石年龄能

对许多不同年代的矿石�其范围是 ���一� � ��，年�彼此符合
，

那末就可定出 ���� 的自发裂变

�
这一数据是由地质学上测定的

，

实验上直接测定的数据是 了 � ��
�

�士 �
�

�� 又 ��� “
年

，

但实验上测定的仅限于 月
�

电子跃迁到连续态的情形
，

不包含跃迁到束缚态的情形���
�

�� 这里只计算了最主要项
，
例如由于电子静质量的改变

，
相应的原子时间单位也将有小变化

，
但对寿命改变很小

，

下面
式���中也略去类似项

�

此外
，

由于电子质量的改变
，
将导致原子结合能有所改变

，
但这种改变对 下 的影响很小

�



衰减常数是

为 一 ��
�

� 土 �
�

��� ��一 ‘，
�年

�

�弓�

而由 ������ 等人用由云母制成的固体径迹探测器直接侧量 ���� 自发裂变衰减常数的精 确值

是
〔，】

又，一 ��
�

�� 士 �
�

�一�� 一。 一叮年
�

���

由式�约和了��可见这两者在精确度 �多范围内彼此很好符合
�

按照 �层电子俘获的理论
，
� 层

电子俘获衰减常数 又。 和
�
一

扣微子能量的平方成正比
，

即有

又。 沈 尸
�

���

如果式���
，

���和���是正确的
，

那末在 ��亿年内由于电子静质量改变而导致中微子能量的改

变
， △� 将至多是

△� � 生一
石兰丝巫 一 生 � �� � ����一 ���，���

� 又� �
���

亦即意味着 佣 亿年前的电子静质量将至多只能改变 �
�

����� 才能和实验不矛盾
�

由此可估

计出

垫 镇 巧 � �。 一

丫
。 “ �。 ，

年 一 � � ‘�一丫年�
���

这远远小于唐孝威同志所说实验所给出电子演化速度小于 ��一吕�年的界限
，

也比唐孝威同志的

理论数 � 欠 ��一叼年约小 ��� 倍�

此外
，

如果电子静质量确要不断增长
，

还将引起一系列原则问题
�

按照量子力学
，

原子或

分子半径和电子质量成反比
，

这意味着 �� 亿年前的所有的化学物质其原子分子半径将比现在

大 �� 并�这将使各化学元素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

将导致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

现象会显著改观
�

由于作者不是这方面的工作者
。

不能一一讨论
�

但由以上所举两方面的实

验已可以看出
，

所谓电子静质量会以如式���和���的演化速率而变化
，

完全和现有科学实验相

尖锐冲突
�

至于 ����
。
等人宣称的相互作用常数会随时间而变化的假说

�� ，

已早有许多人根据一系

列的科学事实指出目前尚无实验上可观察到的改变
�

例如
，

关于重力常数要随时间而变化的

理论
，

就有 �������
，
������������� 和 ����� 等人进行了批驳 〔‘ 。，� ����� 指出

，
������ 曾在

��斗�年做过一个计算����
，

表明如果重力常数随着时间增长而成反比例地减小
，

那末太阳的亮

度将随着时间 尸而衰减
�

此外
，

如果重力常数随时间而减小
，

那末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半径将

随着时间而加大
�

把这两个因素联系起来
，

可估计出在 � � ��� 年前地球的温度将 要 超 过

���℃ ，

大海都要沸腾
，

在此以前整个大洋将不存在
，

地球上都是过热的蒸汽
�

这样
，

地球上将

有一个海洋沸腾的时期
，

生物体的生命将不能存在
�

但是
，
���

���
，

�������
�� 等古生物学家

却用放射性方法测出细菌和藻类的残骸已存在了约有 �
�

� � ��
，
年���，�������

�

等人更计算出

如果重力常数随时间衰减
，

那末太阳如在 � � ��’ 年前还在燃烧
，

到现在即行耗尽它的氢的能

量
，

并转变成为一个红巨星
����

�

所有这些结果都和观察事实不符
，

因为太阳仍在缓慢而稳定地

�
如果考虑到电子辞质量随时间的改变

，

这一数字将略有改变
，

但不影响数量级
�

壮 除 ����。 外
，
更早是狄拉克提出重力相互作用和时间 ，成反比而变化

，
见 ��

�
��

，
�

�

�� �
� ，
�时���

。 ，
��� �����

���� ����
�

���
�

���
�

��
� �����

，

����灯�����
，

���
�



释放出它的能量
半 �

����� 本人为了补救上述重力常数要随时间改变的理论的缺陷
，

还提出了一个电荷
“
或

精细结构常数
。 会随时间而增大的假说����

�

但这一假说提出后不久
，

就立即有 ��������入 ‘�� 等

人写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进行了批驳
�

其中有些论文指出红移量较大的远天体上精细结构常

数并没有改变
，

或没有可观察到的改变
�

有些论文指出如果电荷
。
改变

，

将由于原子核中库仑

能的增加而导致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常数的大改变
� �

�

总的来说
，
根据这些实验

，

可给出

警�
、 �

·

�� � ‘�一

�
� � ‘�” 年

·

����

因此
，

直到目前为止
，

实验上也是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这些相互作用常数有可观察到的改

变
�

综上所述
，

不论是 ����� 等人所说相互作用常数随时间而改变的
“
规律

” ，

还是唐孝威同

志所说电子质量以式 ���和 ���而改变的
“
规律

” ，

都是不仅缺乏实验根据
，

并且和实验事实相

矛盾
�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从头脑里想象出来的
“
事实

” �

但是
，

电子质量自动增长假说所蕴含的问题还不仅在于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
，

问题还在于

这一学说粗暴地破坏了质量和能量守恒定律
�

这二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定律—物

质不灭定律和运动不灭定律的自然科学基础
�

对于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
恩格斯曾

给与极高的评价
�

恩格斯认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
“
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

原理� 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
� ”
恩格斯还认为由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

，

因而
“
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

，

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
，

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 ”
恩格

斯在有些著作中更直截了当地把能量守恒定律称为
“
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

” �

恩格斯说� “
姐

果说
，

新发现的
、

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
，

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
，

仅仅概括为运动不

生不灭这种表述
，

就是说
，

仅仅从里的方面概括它
，

那末
，

这种狭隘的
、

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

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
，

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
，

对世外

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
� ”
因此

，

哲学上的物质不灭定律
、

运动不灭定律是必然要和质量
、

能量守恒定律相紧密联系起来的
�

前者是后者在哲学上的概括
，

后者是前者的科学的基础
。

反之
，

抛弃质量守恒
，

抛弃能量守恒
，

就必然要支持唯心主义
，

反对辩证唯物主义
�

初看起来
，

唐孝威同志提出电子质量自动增长假说有一个哲学上的根据
，

即认为
“
宇宙中

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 �

的确
，

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
， “
整个自然界

，

从最小

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
，

从沙粒到太阳
，

从原生生物到人
，

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
，

处于不断

的流动中
，

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
� ”
列宁曾指出

， “
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

的
‘

不变性
， 、

任何其他的
‘

实质
， 、

任何
‘

绝对的实体
， ，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

都是不存在的
� ”

事实上
，

基本粒子就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
，

处于不断的产生和消灭中
�

基本粒子的一些

看来是
‘

不变
，

的属性也确实会随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例如中子的寿命在自由状态和在束

�
有些文献指出�如 �� ������

，
�

�

�
� ，
����

�

�����
，
�� ������

，
��

，
��

·

�目前实验上还不能完 全排 除 ‘ ���一 拍 ，
当

。 二 。 �

�的情形�但 ����� 所主张的
， 二 �

，

是可以排除的�
，
但这里要涉及所谓马赫原理等一系列问题

，
这都是一

些没有充分根据的
，
并带有相当人为的性质的一些理论

�

这些实验即本文所引的一些实验
�



缚状态可以有显著的不同
，

甚至是稳定的�
�

但是
，

辩证唯物主义还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

界是无限的
，

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
，

承认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
�

如列宁所指出
，

“
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

，

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

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 ”
显然

，

断言基本粒子的某些属性或物质的某些属性

要变化
，

决不能由此导向承认物质或运动的产生和消灭
，

更不能把头脑中设想出来的没有具体

分析具体物质转化条件的那种变化当着真实的东西
�

否认这一点
，

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
，

就

将通向相对主义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

自然科学中的定理
、

定律
，

包括质量
、

能量守恒定律在内
，
也是要不断发展的

�

事实上
。

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

律的适用范围就在一天天扩大
，

从力学
、

热学一直扩展到电学
、

光学甚而是基本粒子
， ·

…… 质

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在科学内容上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

例如
，

狭义相对论就在一定

程度上发展了牛顿力学范围内的静止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

但是狭义相对论并不是

简单地废除了静止质量守恒定律
，

而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并充分考虑到原有实践经验及其理

论概括
，

进一步以新的质量概念�例如
，

质量要随物体的运动速度而变化�来代替牛顿力学下的

质量概念
，

以新的质量守恒定律来代替原有的静止质量守恒定律
，

把原有的静止条件下的静止

质量守恒定律概括成为它的特殊情形
，

从而以新的科学内容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
�

其原因是

由于这些基本定律都是在广泛范围内由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所精密证明了的
�

唯物主义的理

论只能在这些科学事实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

但决不可能抛弃或废除
�

可是

唐孝威同志的做法是
，

把现有质量守恒定律
、

能量守恒定律及其实验基础完全撇开不管
，

随心

所欲地并孤立地只根据一个实验事实�即宇宙红移
�

�而
“
大胆地假设

”
电子静质量要自动增长

�

当然
，

唐孝威同志还是承认有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
�

这一点和 ���】� 是有区

别的
�

就在这同一论文里 〔刘，

唐孝威同志曾经正确地写道 � “
根据质量能量守恒定律

，

基本粒子

的静质量决不会凭空增大或减小 � 静质量的变化必须由其他运动形式的物质转化而来
� ”
他还

认为 �“ 这种转化的具体机制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但遗憾的是

，

所有这些论述只是一个空洞的

声明
，

很难看出将怎样实现这个声明
�

更未看到唐孝威同志如何根据这一声明进一步和 �叮��

学说划清界限
�

相反
，

在整篇文章中唐孝威同志未引证任何一篇其它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

而只

是孤零零地引用 ����� 的论文来做为可能的根据
�

显然
，

仅有一个抽象的承认并不能改变唐

孝威同志提出的所谓电子质量自动增长的
“
规律

”
在科学上因袭 ����� 学说的实质

�

其实
，

唐孝威同志所提出的电子质量自动增长的假说
，

其哲学上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

唐

孝威同志提出这一假说所援引的
“
根据

”
是 ����� 在 ���� 年所写的一篇 《关于质量的本性》的

论文「�� �

这一论文不过是 ����� 多年来所鼓吹的一贯思想
，

即认为
“
物质可以从无到有

” ，

质量
、

能量守恒定律可以任意破坏的观点的继续
�

����年
，
����� 在他所写的《宇宙的本性》一书中

曾荒谬地宣称
， “
新的物质经常地被创造

，

所以弥散的物质有不变的密度
， ……如果人们问起

，

被创造的物质从那里出来� 那么
，
它应该回答� 它不从什么地方出来

�

物质就是简单地出现

了
，

它被创造了
�

在某一时刻各种组成物质的原子并不存在
，

而是在某一时刻之后它们才存

在
� ” 川多年来

。

虽然 ����� 一直在反复地宣扬和坚持这个观点
，

但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拒

绝承认这一学说
�

����年
，
����� 就又将这一思想改换成为粒子质量可以随时间自动增长的

�
实际上

，

这一实验事实并不是很确定的
，

有些人认为红移和距离成正比
，
有些人认为和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

这两种不

同实验
“
事实

”
会导致不同的假说

�



形式
，

即有
。 � 常数

·
��

�

����

并用这一算式来解释宇宙红移现象
�

唐孝威同�占越又进二步把 �旦�丛论文中质量随时间的平

方而增长的
“
规律

” “
唯象

”
地�按 �即没有原因地

�

�改换成电子静质量按指数增长的形式�那末

这一假说究竟是为那一种世界观提供
“
科学

”
根据

，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特别是在这一假

想
“
规律

”
中

，
如果时间 多 向前延伸到无限大的过去

，

那末由式���和���就立刻可以算出电子的

质量是零
，

如果时间
‘
向后延伸到无限远的未来

，

那末电子的静质量就成为无穷大 � 这岂不正

是所谓
“
物质从无到有

”
过程的一个相当形象化的表述� 应该说

，
����� 等人所宣扬的

“
创造物

质
”
的思想是完全荒谬的

�

其荒谬性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痛斥过

的
“
物质消灭了

”
的荒谬论断完全一样

�

认为物质可以不断创造
，

其结果必然走向脱离物质世

界来说明物质世界
，

最后就要求助于
“
超物质

”
的

“
上帝

”
以及

“
绝对精神

”
之类

�

唐孝威同志因袭 ����� 学说的可能目的之一是为了反对
“
宇宙大爆炸

”
学说

�

对于西方

正在流行的大爆炸学说
，

其科学根据确有有待审查的地方
�

一些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借此宣

扬宇宙在空间上有限
、

时间上有开端等唯心主义观点
，

并为神学提供
“
科学

”
论据就更应加以批

判
�

但是
，

对
“
宇宙大爆炸

”
的批判决不能借助于 ����� 的

“
物质从无到有

”
的学说

�

����� 确

是反对
“
大爆炸

”
学说的

�

����� 曾经写道
， “
在较古老的理论中宇宙的一切实物应该在一瞬

间出现
，

而且创造的过程是巨大的爆炸形式
，

从我来看�按
� 指 ������

，

我认为这种思想比起

不断创造的
沪

恩想更古怪
� ” ��� ����� 的一位合作者 �������� 甚至还写道

， “
人们能够忍受世界

有一个创造的开端
，

而不能忍受在他们的身边有不断的创造
” ， “

我认为这基 本上是 由于 宗

教
� ” 〔，，可是

，

难道只是
“
大爆炸

”
学说才替宗教提供论据吗� 如果说

， “
宇宙大爆炸

”
在哲学上荒

谬之处是在于在创造世界的那一天
，

人们把
“
板机

”
交给了

“
上帝的手指上

” �

那末
，

所谓物质不

断创造论或它的变种—粒子质量自动增长论
，

就又把上帝的权威拉回我们的身边
�

正如恩

格斯所指出� “
没有造物主的行动

，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得到某种东西
，

即使这个东西小

得象数学上的微分一样
� ”

在哲学史上各种唯心主义者的相互争吵决不是罕见的现象
�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相当著

名的
“
鹅湖之会

” �

���� 年
，

南宋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和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在江西信州

鹅湖寺就认识论问题进行了连续几天的辩论
�

双方相持不下
�

陆九渊从唯心论的角度批评朱

熹的
“
即物穷理

”
的学说会

“
给物牵了去

” ，

说朱熹的说法太
“
支离

” ， “
言来言去

，

转加糊涂
� ”
朱熹

却批评陆九渊的
“
心学

” “
太简

” ，

并指责说
“
陆九渊的学说是胸中包含了许多禅学

� ”
针对这一点

陆九渊也就回答说
， ’ ‘

不象有人实际上也是改头换面地因袭禅宗的学说但在表面上却隐晦它的

来源
� ”
圈这样双方都在相互批判中而揭发了彼此学说中和禅学�佛教中的一种�相通的实质

�

列宁曾指出� “
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

，
常常是有利

于唯物主义的
� ”
对于

“
宇宙大爆炸

”
和

“
不断创造物质

”
这两种唯心论之间的相互批判也同样有

利于发展唯物主义的宇宙论
�

可是这种相互批判决不会使一个成为唯心主义者
，

另一个是唯

物主义者
�

但唯物主义者从它们的相互批判中却可以发现
，

原来这两种学说都是从属于神学

的奴仆
�

自然科学并不是上层建筑
，

自然规律也是不分阶级的
�

但切不可忘记
，

正如恩格斯所

指出� “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
�

问题只在千
�
他们是

�

�
唯象规律是指从实验总结出来的规律

，

但唐孝威同志所提出的定量唯象假说并不是从实验中来
�



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
，

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

理论思维的支配
� ”
我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学说和观点时

，
除了要考察一下它

们是否和现有科学实践相符合以外
，

决不能不调查研究一下
，

这些理论
、

学说
、

观点究竟在哪一

种时髦哲学的支配之下
�

附记 在作者写完初稿以后
，
见到方励之同志的一个未发表的初稿

�

在这一稿件中指出如果电子质量

自动增长
，
那末超精细结构将有两倍红移

�

这和天文学观察资料不符�张肇西同志也指出了这一点�
�

此外
，

还列举了一系列天文观察资料表明已倾向于排除电子静质量或核子静质量自动增长的假说
�

这和本文所获

得的结论完全一致
�

参 考 文 献

〔 �� �����
，
�

�，

万。 儿 �

��云
�

��，
�

��才，花
�

��艺
�，
��� ������

，
���� �����

，
�

，，
��。 ��才、 ，。 ��亡�。 �九‘。 �，��，

��
�

����
，
����

�

��� ��了��
，
�

，，
��������

，
�

�

�
� ，

转引自 ��������
，
�

·，
��，�

�

����，，
�� ������

，
�

，
��

�

〔�� ��下��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孝威
，

复旦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艺忿�，�
，
�� ������

，
����� ������� ���

，
�

�

�
� ，
���

�

叮��
�

��，�
�，
�� ������

，

���
， 〔见该文式 ������

�

��� ������
，
�

�

�
，
���

，
�

�，
���习

�

���
�

���才。 �，
�� ������

，
���� ����

，
�，

��，��

五�，
�

���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仁�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引自文献 ���中 ����
，
�

�

的论文
�

���」 尹������
，
�

� ，
����������，���

，

�
�，
�召���尹�夕�

�

�
�，
��� ������

，
���� �����

，
�

�，
����

�

��亡�
�

����
�

��落
�

�
�

�
�，
�� ������

，
���� �����

，
�

�，
��万、

�

��刀
�

���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艺��乙��

，
��� ������

，
石��

�

工��� ��� ��
，
�

，
尸�创�

�

���
�

��云云�，�
，
�� ������

，
���

�

���� �����
，
�

� ，
�凡夕�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夕�

�

无��
�

�。 才艺���
，
��

������
，
����

�

��司 朱熹
， 之
朱子语类

》 ，

卷 ���� 黄宗羲
， 《
宋元学案

》 ，
卷 ��

，
象山学案 � 并参看潘富恩

、

甄群
， 锐

中国古代两种认识

论的斗争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一���

��弓


